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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公民的政治生活

第一课 生活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第 1 课时 人民民主专政: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

自·主·探·究

1. 理解我国的国家性质。
2. 掌握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最大特点、本质及人民民主的广
泛性、真实性。

3. 理解并掌握民主与专政的关系。
4. 认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性。

一、广泛、真实的民主

1. 国家
( 1) 本质: 国家是1 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
统治的工具。

( 2) 根本属性: 2 性是国家的根本属性。
2.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
( 1) 我国的国家性质: 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

3 领导的、以4 为基础的5
的社会主义国家。”

( 2) 人民民主专政的最大特点: 就在于对占全国人口绝大
多数的人民实行6 ，对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
主义事业的敌对分子实行7 。

( 3) 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特点: 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
是8 。

( 4) 人民民主的特点: 在我国，人民民主具有9 和

10 的特点。①广泛性不仅表现在人民享有广
泛的11 ，而且表现在12 的广泛性。
②真实性表现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有13 、
14 和15 的保障，人民能够自己管理
国家，也表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广大人
民的16 得到日益充分的实现。

二、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1. 必要性
( 1)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是我国国家生
存发展的政治基石，而坚持17 作为四项
基本原则之一，已被写入宪法。

( 2)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现代化建设的18 。
2.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新的要求: 扩大
社会主义 19 ; 实行 20 ; 强 化政府的
21 职能; 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22 ; 改善
23 ，推进24 ，构建社会主义25
社会; 等等。

【参考答案】
1. 经济 2. 阶级 3. 工人阶级 4. 工农联盟 5. 人民民
主专政 6. 民主 7. 专政 8. 人民当家作主 9. 广泛性
10. 真实性 11. 民主权利 12. 民主主体 13. 制度
14. 法律 15. 物质 16. 利益 17. 人民民主专政
18. 政治保证 19. 民主 20. 依法治国 21. 服务
22. 文化 23. 民生 24. 公平正义 25. 和谐

































重·难·点·突·破

一、正确理解国家的性质

1. 国家的本质:从本质上讲，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
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

2. 根本属性: 阶级性是国家的根本属性。

3. 国家性质: 国家性质即国家的阶级性质，又称国体，它
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即谁是统治阶级，谁是被统
治阶级。国家性质是由统治阶级的性质决定的。

4. 我国的国家性质: 我国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
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
主义国家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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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其突出优点是什
么? 为什么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在
新的历史时期有了哪些新的要求
1. 最大特点:它与剥削阶级掌握的国家政权不同，是对

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实行民主，对极少数敌视和破坏
社会主义事业的敌人实行专政，是新型民主和新型专政的统
一。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

2. 突出优点: 人民民主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
( 1) 广泛性表现在
①民主权利的广泛性，即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包

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民主权利;

②民主主体的广泛性，在我国现阶段，民主的主体包括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和其他社会主义劳
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
国统一的爱国者在内的全体人民，都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 2) 真实性表现在
①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有制度、法律和物质的保障;

②人民能够自己管理国家，也表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
社会的进步，广大人民的利益得到日益充分的实现。

3.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因
( 1)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已被写

入我国宪法。
( 2)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

保证。

①只有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地
位，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才能调动亿万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②只有坚持国家的专政职能，打击一切破坏社会主义建
设的敌对分子和敌对势力，才能保障人民民主，维护国家的
长治久安。

4.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要求:扩大社
会主义民主;实行依法治国; 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 发展和繁
荣社会主义文化; 改善民生，推进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 等等。

三、民主与专政的关系

关系 民主 专政

区

别

适用范

围不同

只适用于统治阶级

和人民内部

适用于被统治阶

级和敌对力量

实施方

式不同

以政治权利的平等

实现和少数服从多

数为基本特征

以国家权力的强

制力为实施特征

功能

不同

为了实现统治阶级

和人民的意志与要

求，更加有效地管理

国家事务

为了巩固特定的

国家政权，以保证

社会政治秩序的

稳定

关系 民主 专政

联系

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前提的:

( 1) 民主是专政的政治基础

只有在统治阶级和人民内部实现充分的

民主，才能使得国家政权获得有效的政

治支持和必要的政治力量，才能有效地

实施对被统治阶级和敌对力量的专政

( 2) 专政是民主的政治保障

只有实施对被统治阶级和敌对力量的

专政，才能巩固特定的国家政权和统

治阶级的政治地位，保障社会政治稳

定，才能使统治阶级或人民内部的民

主获得必要的政治条件

特别提醒 一定阶级的民主，就是对一定阶级的专政，民主与
专政是分不开的。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剥削阶
级的民主就是对被剥削阶级的专政;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
民主就是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和敌对势力的专政。

例 1 恩格斯说: “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

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
差。”这句话的要义是 ( )

A. 民主共和制和君主制在政体上没有本质区别
B. 民主共和制和君主制在阶级属性上没有区别
C. 任何一种类型的国家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D.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始终不
会消亡

［解析］ 本题考查国家的阶级性，解答本题的关键是对这句
话的正确理解。“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
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
差”。说明无论在什么政体下，国家都具有阶级性。C项正确
体现了题干的意思，应选 C项。
［答案］ C

例 2 2010 年 5 月 16 日是第二十次全国助残日，这次助残

日的主题是“关爱帮扶农村贫困残疾人”。实践证明，随着经
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积极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
务体系建设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体现出 ( )

A. 民主是专政的基础，专政是民主的保障
B. 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C. 我国的民主具有真实性
D. 在我国，公民是国家的主人

［解析］ 本题考查的是我国人民民主的真实性。从材料中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积极推进残疾人社会
保障和服务体系建设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可见随着经济
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广大人民的利益得到日益充分的实现。
A、B项与题意无关。D项错误，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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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C

例 3 如果说民主是指一种与个人专制独裁统治不同的、实行
“多数人的统治”的国家形式，那么，这个“多数人”指 ( )

A. 统治阶级中的多数人
B. 全体国民中的多数人
C. 国家政权机关的多数人
D. 包括被统治阶级在内的多数人

［解析］ 本题考查民主的阶级性。民主具有阶级性，民主总
是属于统治阶级的。民主是指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即在统治
阶级内部，按照平等的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共同管
理国家事务的制度。因此这里的“多数人”指的是统治阶级
中的多数人，A项符合要求，B、C、D 项说法皆不符合题意，故
选 A项。
［答案］









 A

探·究·点·拨

1. 教材 P4

( 1) 镜头一的内容反映中国国家政权发生了怎样的根本
性变化?

( 2) 通过分析我国人大代表的选举活动，说一说我国的
民主有什么样的特点。

提示 ( 1) 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家政权掌握在剥削阶级手中，

并为其服务。解放后，国家政权掌握在人民手中，实行人民民
主专政，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享有广泛、真实的民主权利。

( 2) 通过我国人大代表的选举活动，可以看到，我国的民
主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的特点。广泛性表现在主体的广泛
性和权利的广泛性。镜头一、二、三的事例，充分说明了人民
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真实性表现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
利有制度、法律和物质的保障，也表现在人民的利益得到日
益充分的实现。三个事例说明了人民的选举权得到了实现。
2. 教材 P6

对比新旧中国的变化，结合近年来我国人权事业取得显
著进步的事实，你能说明我国人民民主的真实性吗?

提示 ①举例:在旧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根本没有
生存权，更谈不上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人权当然无从谈起，

民主更不用说了。新中国成立后，结束了中国受剥削、受压迫
的悲惨历史，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
了极大的改善，享有广泛的民主、政治权利和自由。

②通过事实比较，我们认识到，人民民主的真实性表现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有制度、法律和物质的保障;人民能
够自己管理国家，也表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广大人民的利益得到日益充分的实现。

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人权事业将得到进一步
的发展，我们也将有更多的民主、自由的权利。
3. 教材 P7

请你根据上面的论述对以下两种观点加以辨析，并说明
理由。

提示 观点一和观点二都是片面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与其他类型的国家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

①相同点:从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来看，人民民主专政
的国家与其他类型的国家都是民主与专政的统一体。一方
面，民主与专政相互区别、相互对立，民主只适用于统治阶级
内部，专政则适用于被统治阶级。另一方面，民主与专政相辅
相成、互为前提。民主是专政的基础，专政是民主的保障。

②不同点: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有自己的优点和特点，是
新型民主与新型专政的统一。它的最大特点是对人民实行民
主，对敌对分子和敌对势力实行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
是人民当家作主。剥削阶级专政国家实行的民主是对少数统
治阶级实行的民主，而对广大劳动人民则实行专政。
4. 教材 P7

选择其中一个方面，阐明现阶段我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的必要性。

提示 ①从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角度看，坚持人民民
主专政，就是要坚持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保障人民依法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
理社会事务，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保证人民
当家作主。

②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统一和稳定的职责以及警惕国
内外极少数敌对分子和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的需要看，坚持
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要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切实维护国家的
主权、安全、统一和稳定，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充分发
挥国家机器保护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没有人民民主专政，

就不可能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维护社会治安，就不
可能打击犯罪、惩治腐败，就不能抵御外来入侵，维护国家主
权、领土完整。

③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是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证。只有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确
保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
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才能调动亿万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只有坚持国家的专政职能，打击一
切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敌对分子和敌对势力，才能保障人民
民主，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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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训·练

一、选择题

1. 下列对国家的认识，错误的是 ( )
A. 从本质上说，国家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
B. 从产生上看，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
C. 国家的根本属性是阶级性
D. 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性质由国家的性质决定

2.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对此认识正确
的是 ( )
①人民民主专政是对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实行民
主，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

②人民民主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
③人民当家作主是指每位中国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
④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不具有专政职能
A. ①② B. ②③
C. ①③ D. ②④

3. 近年来，我国各地政府在打造“阳光政府”的过程中，大力
推行政务公开，把政府工作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这样做
的根本原因在于 ( )
A. 公民享有监督政府的权利
B. 公民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利
C.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D. 政府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4. 人民民主专政是新型的民主和新型的专政的统一。“新
型”是指 ( )
①人民民主专政不具有阶级性
②人民民主专政是对广大人民实行民主，对极少数敌视和
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敌人实行专政

③人民民主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有着根本的区别
④人民民主专政在人类历史上真正实现了大多数人的
统治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①③④

5. 2011 年 3 月 5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召
开，两千余名代表中，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而且
还包括若干名农民工代表。代表们在会议期间的费用全
部由政府承担，会议期间国家各大报刊、电视等积极为大
会服务。这表明我国民主的 ( )
①绝对性 ②真实性
③全民性 ④广泛性
A. ①② B. ②③
C. ②④ D. ①③

6. 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指出: “十二五”期间，政府要加大力气解决民生问题。这
样做的根本依据是 ( )
A. 我国人民民主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
B.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C. 我国人民的利益得到日益充分的实现

D. 我国人民依法享有监督权
7. 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在 2011 年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
时指出“打黑除恶绝不是做做样子，而是关系社会稳定的
大事”。开展打黑除恶斗争 ( )
①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
②是国家行使专政职能的需要
③是我国人民民主具有广泛性的体现
④是巩固国家政权，服务经济发展的需要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①③④

8.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
体充分体现了民主与专政的辩证统一。下列选项中最能
体现这种辩证统一关系的是 ( )
A.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担负着对人民实行民主与对敌人实
行专政的两项任务

B. 对少数人实行专政，对多数人实行民主
C. 对人民实行民主才能有效地对敌人实行专政，对敌人
实行专政才能保障人民民主

D. 民主与专政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又反作用于经济
基础

9. 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
导，坚持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
式，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是因为 ( )
A. 民主建设是我们的中心工作
B. 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证
C. 人民民主具有广泛性
D. 实现人权的根本途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10. “真正的民主国家是不存在专政的”，这一观点 ( )
①没有看到民主与专政的对立
②否认了民主与专政的辩证统一
③把民主与专政割裂开来
④宣扬所谓的“全民民主”，否认民主的阶级性
A. ①②③ B. ②④
C. ②③④ D. ①③④

11. 人权，顾名思义，就是人的权利，就是人不分种族、性别、
婚姻、年龄、财富、地位、健康等，在自由、权利方面是平等
的。2009 年 2 月 25 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2008 年国别
人权报告》，再次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 19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人权状况进行指责，而对自己糟糕的人权纪录只
字不提。我国政府关于人权问题的观点有 ( )
①我国宪法规定: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②人权就是人的生存权
③实现人权的根本途径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④尊重和保障人权体现了我国人民民主的广泛性
A. ①②③ B. ①②
C. ①③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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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选择题

12.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依法享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民主
自由权利。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人大代表中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无党
派爱国人士、归国华侨等。会务费用由政府开支。
根据材料回答:
( 1)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什么?

( 2)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

13. 人民网载文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与专政
的统一。一方面，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民主，用民主
和法治的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
人民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依法制裁破坏社会主义制
度、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
权利、贪污贿赂和渎职等各种犯罪行为，维护法律秩序，
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
( 1) 请谈谈你对我国民主和专政辩证统一关系的认识。

( 2) 说明我国为什么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

第 2 课时 政治权利与义务:参与政治生活的基础和准则

自·主·探·究

1. 理解并掌握公民享有的政治权利和履行的政治性义务、参
与政治生活应把握的三个基本原则。

2. 学会分析权利与义务、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一、神圣的权利 庄严的义务

1. 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
( 1) 规定性: 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1
规定了我们的权利与义务。

( 2) 含义:公民依法参与国家2 、管理3 和
社会事务、4 的权利和自由。

( 3) 内容
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公民依法享有选举5

和被选举为6 的权利，这
是公民7 的民主权利，行使这个权利是公民参
与管理国家和管理社会的8 。

②政治自由: 我国公民有9 、出版、10 、结
社、11 、示威的自由，这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
权利的重要方式，是社会主义民主的12 。

③监督权: 公民的监督权是指公民有监督一切
13 和 14 的 权 利，包 括
15 、建议权、16 、申诉权和17 等。

2. 公民的政治性义务
( 1) 含义: 我国宪法也规定了公民必须履行的政治性义务，
即公民对18 应承担的责任。

( 2) 内容
①维护19 。国家的统一、民
族的团结，是我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根本保证，也是实现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其他权利的
重要保证。

②遵守20 。
③维护21 。
④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

二、参与政治生活 把握基本原则

1. 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 1) 含义:公民平等地22 ，平等地23 ，平
等地24 。

( 2) 表现:公民在享有25 与履行26 方面一律
平等。任何公民的27 都受到保护;任何公民
的28 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国家在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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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处罚方面对任何公民29 ，不允许任何人
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2. 坚持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原则
( 1) 原因: 在我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30 ，二者
不可分离。权利与义务在法律关系上是31 ，
公民在法律上既是32 的主体，又是33 的
主体，权利的实现需要义务的履行，义务的履行确保权
利的实现。

( 2) 要求:一方面，要树立34 ，珍惜公民权利;另一
方面，也要树立35 ，自觉履行公民义务。

3. 坚持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在我国，国家与公民个人的利益在36 是一致

的。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产生矛盾时，个人利益要服从

国家利益，这是公民爱国的表现。
【参考答案】
1. 宪法和法律 2. 政治生活 3. 国家事务 4. 表达意愿
5. 国家权力机关代表 6. 国家权力机关代表 7. 基本
8. 基础和标志 9. 言论 10. 集会 11. 游行 12. 具体表
现 13. 国家机关 14. 国家工作人员 15. 批评权 16. 检
举权 17. 控告权 18. 国家、社会 19. 国家统一和民族团
结 20. 宪法和法律 21. 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 22. 享有
权利 23. 履行义务 24. 适用法律 25. 权利 26. 义务
27. 合法权利 28. 违法犯罪行为 29. 一律平等 30. 统一
的 31. 相对应而存在的 32. 权利 33. 义务 34. 权利意
识 35. 义务意识 36.


















根本上

重·难·点·突·破

一、我国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 法律依据: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
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
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2. 各自含义:公民依法享有选举国家权力机关代表的权
利，是公民的选举权; 公民依法享有被选为国家权力机关代
表的权利，是公民的被选举权。

3. 体现内容:公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人民代表;
公民有被选为人民代表的权利; 公民可以按照法定程序罢免
那些不称职的人民代表。

4. 理论依据: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
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但每个公民事实上不可能直接参与
管理国家事务，这样，公民就可以通过选举，选出自己满意和
信赖的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将自己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力
让渡给自己选出的能够代表自己意愿的代表，让他们代表自
己行使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

二、全面理解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1.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指公民平等地享受权
利，平等地履行义务，平等地适用法律。

平等地适用法律，是指法律实施的平等，即司法平等和
守法平等，不是指立法平等。因为我国的法律只能反映和体
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不能反映被统治阶级的意志和
利益。

2.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是指绝对平均主义。一
律平等是要求法律赋予一切人平等的法律地位，而平均主义
是要取消一切差别，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3. 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必须反对特权。我国
宪法规定: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
权。”这说明在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

4.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权利
的平等。
特别提醒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规
定的。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还存在着事实
上的不平等。要消除这种不平等，不仅需要法律手段，更需要
大力发展生产力，全面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及物
质生活水平。
三、如何把握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怎样坚持权利与义务统一
的原则
1. 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 1) 二者是统一的、不可分离的。权利和义务在法律关

系上是相对应而存在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实现人民利益的手
段和途径。公民在法律上既是权利的主体，又是义务的主体，
权利的实现需要义务的履行，义务的履行确保权利的实现。

( 2) 二者具有统一性，相辅相成。一方面，国家保障公民
充分享有和行使权利，使公民真正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
更加自觉地履行义务;另一方面，公民自觉履行义务，必然促
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为公民享有和行使权利创造更加有利
的条件。

2. 坚持权利与义务统一原则的要求
( 1) 要树立权利意识，珍惜公民权利。
( 2) 也要树立义务意识，自觉履行公民义务。

特别提醒 不能将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理解为完全对等的
关系。

例 1 ( 2010·全国Ⅱ) 2010 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通过新修改的选举法，规定选举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时
“应当设有秘密写票处”。这一规定 ( )

A. 是对选民平等权利实现的保障
B. 是对选民人格尊严权利的保护
C. 是对选民自由表达意愿的保障
D.











































 是维护选举秩序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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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本题考查选民自由表达意愿的保障，考查考生运用
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设立秘密写票处，是对选民自
由表达意愿的保障，故正确答案为 C; A、B、D三项说法均与题
意不符。
［答案］ C
例 2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国务院出台
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建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和改
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这说明 ( )

①任何公民都平等地享有宪法、法律规定的权利
②农民工应当受到法律的特殊保护
③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④农民工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力量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③④

［解析］ 本题考查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和公民
的权利。解答本题的关键是正确理解材料，明确我国政府重

视农民工问题说明了公民平等地享有宪法、法律规定的权利
以及政府重视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②④说法本身有误，
①③符合题意，故选 B项。
［答案］ B
例 3 在每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都会充分行使提
案权、审议权、表决权等权利，而我们普通公民却不能行使这
样的权利。这意味着 ( )

A. 公民在法律面前不一定平等
B. 人大代表享有法律上的特权
C. 身份、地位不同，权利和义务就不同
D. 公民的具体权利与义务是有差异的

［解析］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公民
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完全一样，公民的具体权利和义
务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是有差异的，D 正确，其余选项说法均
错误。
［答案］




















 D

探·究·点·拨

1. 教材 P8

( 1) 细阅上述图片和文字说明，说说它们反映我国公民
依法行使哪些政治权利、履行哪些政治性义务。

( 2) 归纳我国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义务，并简要说明公民
的政治权利、义务与政治生活的关系。
提示 ( 1) “投下庄严的一票”反映了我国公民依法行使选举
权;“抗议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的示威游行”
反映了我国公民行使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通过网上电子
举报信箱进行举报”反映了我国公民依法行使监督权;“公民
应征入伍”反映了我国公民依法履行服兵役的义务;“各族人
民共植‘团结树’”反映了我国公民履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
团结的义务;“为国争光的奥运健儿”反映了我国公民履行维
护国家荣誉和利益的义务。

( 2) ①我国公民的政治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自
由、监督权;政治性义务: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遵守宪法
和法律，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

②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义务与政治生活的关系:公民只有
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履行义务，才能更好地参与政治生活;
政治生活的全部内容是以依法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性义
务为基准的，依法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性义务是政治生
活的基本内容。
2. 教材 P9

关于如何理解政治自由，有以下两种观点。你认为它们
有道理吗? 说说你的看法。
提示 观点一是错误的，观点二是正确的。自由并不意味着
不受任何约束，自由是相对的，政治自由也不例外。世界上没
有脱离法律的绝对自由。法律是自由的体现和保障，自由与
法律是对立、统一的。因此，公民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
使自由。

3. 教材 P10

( 1) 请你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荣
誉和利益等方面，对上述做法进行归类。

( 2) 选择其中的两个方面，列举实例加以简要说明。
( 3) 根据前面讲述的内容，以“公民依法享有哪些政治权

利、必须履行哪些政治性义务”为题，自制一张示意图。
提示 ( 1) 第 4、5、6、8 条属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第
1、2、3、7、9、10、11 条属于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

( 2) 如在维护民族团结方面，我们要坚决反对达赖喇嘛
的恶劣行径，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社会稳定。
在维护国家荣誉方面，“嫦娥一号”卫星的发射，2008 年奥运
会在北京的成功举办，“神七”的成功发射，都将增强民族自
豪感和自信心、自尊心。

( 3) 示意图:

公民享有的权利
二者不可分离
幑 幐帯帯帯帯帯
二者相辅相成

公民履行的义务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政治自由
监督权

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遵守宪法和法律
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
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

4. 教材 P11

你认为以下两种观点是否相同? 说说你的理由。
提示 这两种观点不相同。

观点一正确揭示了权利与义务的辩证关系;观点二将权
利与义务的关系绝对化了，是错误的。

在我国，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二者不可分离。权利与义
务在法律关系上是相对应而存在的，权利与义务都是实现人
民利益的手段和途径。公民在法律上既是权利的主体，又是
义务的主体。权利的实现需要义务的履行，义务的履行确保
权利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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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训·练

一、选择题

1. 公民依法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

表达意愿的权利和自由，就是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我
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主要包括 ( )

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②政治自由和监督权
③公民直接管理国家事务权
④国家保护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
A. ①② B. ①②③
C. ②③④ D. ①④

2. “公民必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游行示威法》行使自己
的集会、游行、示威权利，这是对公民政治自由权利的限
制。”这种观点 ( )

①认为公民应无拘无束地行使政治自由权利
②认为法律和自由是统一的
③主张公民在法律范围内行使政治自由权利
④割裂了自由和法律的关系，因而是错误的
A. ②③④ B. ①③
C. ①③④ D. ①④

3. 在 2009 年上半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日子，江苏盐
城监狱内设置考点，供来自该市 35 名服刑人员参加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由此可见 ( )

①任何公民的合法权利都受到法律保护
②任何公民的违法犯罪都要受到法律制裁
③公民在法律上，既是义务的主体，也是权利的主体
④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①③④

4. 随着网络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群众通过网络行使着民主监
督的权利; 从“周久耕的天价烟”到“逯军的你为谁说话”，

无不体现了网络的能量，这体现了 ( )

①我国公民依法享有监督权
②网络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方式
③网络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新平台
④网络举报不受法律约束
A. ①② B. ②③
C. ①③ D. ②④

5. 随着全社会对司法文明的日益关注，司法活动也越来越注
重“人性化”:南京市建邺区分局南湖派出所民警为犯罪嫌
疑人准备了护腕，以免手铐将犯罪嫌疑人的手腕勒出印
痕;司法机关不再组织罪犯“游街”示众，不再组织“公开
审判大会”，不再以侵犯罪犯的人格尊严来震慑罪犯等等。

上述点点滴滴的新做法、新变化，体现了一句话:犯罪嫌疑
人、罪犯也是人! 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他们的人格尊
严也应受到尊重。这体现了 ( )
A. 任何公民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受到法律制裁
B. 任何公民的合法权利都受到法律保护
C. 任何公民都平等地享有权利和平等地履行义务
D. 在我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

6. 2009 年 10 月，公安部再次部署，继续严厉整治酒后驾驶交
通违法行为。各地交管部门针对高发区域和高发时段，高
密度部署勤务，提高拦查频率，对有酒后驾驶嫌疑的车辆
和驾驶人严格检查。有人认为，这一规定对司机未免太苛
刻了。这一观点 ( )

①割裂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②坚持了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③没有看到公民必须在社会主义法制的轨道上行使公民
权利

④没有看到公民应该先履行义务才能行使权利
A. ①③ B. ③④
C. ①④ D. ②③

7. 中央对农民工问题高度重视。去年 3 月，国务院发布“关
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从工资、就业、技能培训、

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角度提出了 40 条政策措施。十一
届全国人大增加农民工代表，则意味着对农民工权益的关
注和保护正由经济权利的层面向政治权利的层面递进。

这体现了 ( )
A.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B. 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原则
C. 坚持个人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D. 我国是农民工当家作主的国家

8. “你对国家的热爱更高于你对职业和薪水的追求。”这是某
媒体对姚明回国参加奥运会的高度评价。姚明的行为体
现了我国公民 ( )
A. 积极履行公民义务，维护国家荣誉和利益
B. 坚持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一致的原则
C. 坚持享受权利与履行义务对等的原则
D. 把个人命运与国家荣誉紧密联系在一起

9. 为抗议第 58届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播放介绍“东突”民族分裂
分子的纪录片，中国电影导演贾樟柯和赵亮决定撤回准备在
2009年 8月中上旬在墨尔本国际电影节上公映的 3部影片。

导演贾樟柯和赵亮的行为体现了我国公民 ( )
A. 坚持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一致原则
B. 积极履行公民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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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坚持享有权利与履行义务对等的原则
D. 把个人命运与国家荣誉紧密联系在一起

10. 据统计，在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案中，80%的线
索来源于群众的举报。为了保护和鼓励群众举报的积极
性，有力惩治腐败，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颁布并实施《人
民检察院举报工作的规定》，确立了举报受理、管理、审查
移交、反馈、保护、奖励、初查等一系列制度。以上事实说
明，在我国 ( )

①国家依法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②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③公民有与损害国家利益现象作斗争的义务
④公民具有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督权
A. ①③④ B. ①②③④
C. ①②③ D. ①②④

11. 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有的地方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大
大超出当地人口。然而，由于某些原因，部分外来务工人
员不能参与务工所在地地方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对
此，有人大代表提出，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障外来
务工人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为 ( )

①在权力机关中外来务工人员需要有自己的政治代表
②我国公民平等地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
③这有利于将人民群众的不同意见和要求集中到权力机
关中来

④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我国公民的法定的政治权利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③④ D. ①②④

二、非选择题

12. 2010 年 5 月 1 日，我国新《信访条例》实施五周年，该条例
规定: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违反规定
的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规定: “信访活动的前提
必须依法有序地进行。”

请从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角度分析这一
规定。

13. 中国新闻网 2009 年 8 月 24 日报道，记者从湖北、浙江两
省的公安机关获悉，利用网络捏造、散布杭州“5·7”交通
肇事案出庭被告人胡斌是“替身”谣言的湖北省鄂州市无
业人员熊忠俊，日前被湖北鄂州市公安机关依法作出行
政拘留处罚。

针对这一事件，有人认为:自由是相对的，总要受到法律
的限制。请对这一观点作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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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课时 政治生活:有序参与

自·主·探·究

了解政治生活的内容以及怎样有序参与政治生活。

一、当代中国人的政治生活( 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

1. 基本内容: 行使1 ，履行2 。
2. 重要内容:参与社会3 活动。
3. 参与社会主义4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必须坚持5 、人民当家作主和6 的有机统
一。因此，我们要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4. 关心祖国的7 ，关注我国在8 中的地位和
作用，成为我们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5. 生活在当代社会的中国人，都应该树立社会主义9 。

二、我们总要参与 我们总会参与(中学生怎样参与政治生活)

1. 参与政治生活，必须明确10 的作用。
2. 参与政治生活，需要学习11 。
3. 参与政治生活，12 。
【参考答案】
1. 政治权利 2. 政治性义务 3. 公共管理 4. 民主政治建
设 5. 党的领导 6. 依法治国 7. 前途和命运 8. 国际社
会 9. 民主法治理念 10. 政治生活 11. 政治知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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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难·点·突·破

如何理解青年学生要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任何人都不能
“超脱”政治

世界上以政治活动为职业的人毕竟少数，但每一个人都
与政治息息相关。因为:

1. 社会上的人离不开国家的管理，每个人都存在着如何
处理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这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2. 每个人都会受到国家制度、法律、政策等的影响，并由
此产生一定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如对执政党的态度、对
社会制度的认识、对国家的感情和态度等等。

3. 我们生活在国际环境中，要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和制
约，国际重大事件对我们难免有影响。

4. 政治生活的内容更多地涉及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利
益问题，与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

因此，任何人都是不能“超脱”政治的。

例 社会稳定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社会稳
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条极其重要的经验。为
了维护社会稳定，青年学生对待政治生活应有的态度是

( )
①增强党的观念，坚持党的领导
②增强国家观念，维护国家利益
③增强法制观念，珍惜民主权利
④增强经济观念，提高收入水平
A. ①②③ B. ①③④
C. ②③④ D. ①②④

［解析］ 本题考查青年学生对待政治生活的态度，解答本题
的关键是审明设问中“对待政治生活的态度”。④属于经济
生活的范畴，排除，①②③符合题意，故选 A项。
［答案］




















 A

探·究·点·拨

1. 教材 P12

( 1) 这些中学生的行为有什么共同之处?
( 2) 你是如何看待政治生活的?
( 3) 作为一名中学生，你认为应该怎样参与政治生活?

提示 ( 1) 这些中学生行为的共同之处是他们以各种方式积
极有序地参与政治生活，置身于政治生活中，崇尚民主与
法制。

( 2) 每个人不仅要参与经济生活、文化生活，还要置身于
政治生活中。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经济生活是相互联系、相
辅相成的，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包括行使
政治权利、履行政治性义务，参与社会公共管理活动，参与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关注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等方面的内容。政治生活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幻想超
脱政治，不问政治，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错误的、有害的。
为此，我们必须积极有序地参与政治生活。

( 3) 首先，参与政治生活，必须明确政治生活的作用; 其
次，参与政治生活，需要学习政治知识;再次，参与政治生活，
贵在实践。
2. 教材 P13

( 1) 看了这张图表，你有什么感受?
( 2) 谈谈你对参与政治生活的看法。

提示 ( 1) 从这张表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的中学生对参与
政治生活有正确的认识，能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生活，但也
有少数中学生对参与政治生活缺乏正确的认识。

( 2) 参考教材 P12中学生怎样参与政治生活的内容。
3. 教材 P14

你还能提出哪些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
提示 参与学校时事政治的学习，养成阅读报刊、收听广播、
收看电视新闻、浏览网上新闻的习惯，养成关心国家和社会大
事的习惯，积极参与共青团的活动等



















 。

提·升·训·练

一、选择题

1. 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是 ( )
A. 参与社会公共管理活动
B. 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性义务
C. 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D. 关注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

2. “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这句话告诉我们 ( )

A. 文盲没有政治权利和自由
B. 个人素质和能力是制约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观因素
C. 素质低下的公民应当积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关注现实
D. 文盲被社会所排斥

3. 政治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政治生活的内容更多涉
及的是 ( )
A. 个人权利的实现和维护
B.










 国家的改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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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利益
D. 国际社会的竞争与合作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
关心。”这副对联启示我们 ( )
A. 政治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基础
B. 青少年应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C. 青少年应积极参与政治生活
D. 读书是为了参与政治生活

5. 某市将要进行老城区房屋改造，在公布的拆迁地段中，有一
座具有文物价值的古建筑。几名中学生在得知这一情况
后，广泛搜索了有关该古建筑的历史资料，向市政府提出了
“妥善保存古建筑”的建议。市政府请专家论证后，采纳了
他们的建议。这体现了我们政治生活的内容是 ( )
A. 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性义务
B. 参与社会公共管理活动
C. 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D. 关注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6. “如果你恨他，就把他放到‘人肉引擎搜索’上去。因为那
里是地狱。”网络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
用，但同时也造就了大批动辄谩骂以至进行各种人身攻击
的“网络暴民”。对“网络暴民”的行为，下列看法正确
的是 ( )
①这是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具体体现
②对公民行使监督权不可求全责备
③割裂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④是一种无序的政治参与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
C. ①③④ D. ③④

7. 参与政治生活，就要不断地参加政治生活的实践，只有不
断实践，才能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通过实践可以 ( )
①提高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
②提高辨别政治是非的能力
③提高参与政治生活的素养
④使自己不犯政治性错误
A. ①②④ B. ①③④
C. ②③④ D. ①②③

8. 2010 年 3 月，某校以“中学生如何对待政治生活”为主题
开展了一次问卷调查活动。调查结果显示有近 15%的学
生认为政治生活与自己关系不大，是否参与政治生活无所
谓。这些同学的看法 ( )
A. 是正确的，因为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课本知识
B. 是错误的，因为参与政治生活是法律赋予公民必须履
行的政治性义务

C. 是正确的，因为每位学生都有自己的个性和志向
D. 是错误的，因为没有明确政治生活的意义

9. 对广大青年学生来讲，参与 2011 年“两会”，贵在实践。我
们应该通过各种有效途径为“两会”建言献策。下列关于
政治实践的意义，说法错误的是 ( )
A. 通过政治实践，可以激发我们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提
高参与政治生活的素养

B. 政治实践，可以实现我们的各种政治要求，扩大政治权
利和自由

C. 通过政治实践，可以培养我们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增
强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

D. 通过政治实践，可以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点
的理解，提高辨别政治是非的能力

10. 2009 年 2 月 28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新华网站与超过
2 亿的网民进行互动聊天，了解民意。党和国家领导人
通过互联网与网友在线交流，其现实意义有 ( )
①是网络民主政治的一种积极实践，有利于民主政治的
推进

②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
③开辟了中国特色民主的新渠道，有利于公民更好地行
使政治权利

④有利于人民更好地直接行使国家权力
A. ①② B. ①③
C. ①②③ D. ①③④

11. 作为中学生，我们可以采取下列哪些方式积极参与政治
生活 ( )
①每位同学都积极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与选举
活动

②参加网上评议政府的活动
③参加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双拥活动
④参加居住地的居委会、村委会的管理活动
⑤就环境污染问题向当地环保部门提建议
A. ①②③ B. ①②③④
C. ②③④⑤ D. ①②③④⑤

二、非选择题

12.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向社会公布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
案，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这个消息一经发
布，就引起了广大公众的积极响应。
( 1) 广大公众为什么会积极参与建言献策活动?

( 2) 某校高三学生认为这一法律与自己息息相关，纷纷表
示要积极参与这次政治实践。假如你是其中的一员，
请你谈谈重视政治实践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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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温家宝总理在会见中俄青年代表时说: “青年人，朝气蓬
勃，奋发向上，要做展翅飞翔的雄鹰，就必须以人民的事
业为依托，就必须用远大理想的光芒照耀前程，就必须有
世界的眼光，就必须承载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希望。”
阅读上述材料，请回答:
( 1) 青年人要做展翅飞翔的雄鹰，从政治生活方面看应包
括哪些主要内容?

( 2) 如何才能成为政治生活方面展翅飞翔的雄鹰



















?

第二课 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

第 1 课时 民主选举:投出理性一票

自·主·探·究

1. 理解并掌握各种选举方式的含义、特点。
2. 理解民主选举方式的制约因素。
3. 理解并掌握民主选举的意义。

一、选举方式的选择

1. 选举方式
( 1) 直接选举:由选民1 选举的方式。它使每个
选民 都 有 机 会 选 择 自 己 心 目 中 最 值 得 信 赖
的2 。

( 2) 间接选举: 在选民3 、分布4 的情况下，往
往先由选民选出自己的 5 ，再由他们代表
6 选举的方式。

( 3) 等额选举:正式候选人名额与应选名额7 的
方式。其优点是，可以比较充分地考虑8
的合理性; 不足的是，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选民的
9 ，影响选民的积极性。

( 4) 差额选举:正式候选人名额10 应选名额的方式。
其优点是，为选民行使选举权提供了选择的余地，在被
选举人之间也形成了相应的11 。

2. 制约选举方式的因素
采取什么样的选举方式，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要根据

12 、13 、14
等具体条件来确定。

3. 我国的选举方式
( 1) 制约因素: 我国选举方式的选择，必须体现15 ，
并与16 、17 状况相适应。

( 2) 我国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采用18 和
19 相结合的选举方式。

二、珍惜自己的选举权利

1. 影响选举效果的重要因素:选民参加选举的20 。
2. 是否积极参加选举，是衡量公民21 、22
的重要尺度。

3. 怎样行使选举权，如何投出神圣的一票，是公民政治参与
能力和23 高低的体现。

【参考答案】
1. 直接投票 2. 当家人 3. 较多 4. 较广 5. 代表
6. 选民 7. 相等 8. 当选者结构 9. 选择 10. 多于
11. 竞争 12. 社会经济制度 13. 物质生活条件 14. 选民
的文化水平 15. 国家性质 16. 经济发展 17. 社会进步
18. 直接选举 19. 间接选举 20. 态度和能力 21. 参与
感 22. 责任感 23. 政治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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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难·点·突·破

一、选举方式的选择

1. 我国的选举方式比较

选举
方式

含义 优点 缺点

直接
选举

由选民直接投票
选举的方式

每个选民都有
直接表达自己
意愿的机会

在选民较多、分布
较广的情况下不
适应

间接
选举

先由选民选出自
己的代表，再由他
们代表选民选举
的方式

在选民较多、分
布较广的情况
下适应

每个选民不能直
接投票选举自己
心目中的当家人

等额
选举

正式候选人名额
与应选名额相等
的选举方式

可以充分考虑
当选者结构的
合理性

限制选民的自由
选择;选民易受误
导，积极性受到
影响

差额
选举

正式候选人名额
多于应选名额的
选举方式

为选民行使选
举权提供了选
择的余地，在被
选举人之间形
成 了 相 应 的
竞争

可能影响当选者
结构的合理性; 候
选人之间的竞争
易 导 致 虚 假 宣
传等

特别提醒 等额选举并非内定，因为候选人的选票达不到法
定的票数也是不能当选的。之所以实行等额选举，是为了使
选票相对集中，使当选者的结构更加合理。

2. 选择选举方式的主要依据
( 1) 要根据社会经济制度、物质生活条件、选民的文化水

平等具体条件来确定选举方式。
( 2)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要采用符合

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选举方式。根据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面对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发展很不平衡
的状况，我国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采用直接选举与间接
选举相结合的选举方式。

( 3) 选举方式的选择必须体现国家性质，并与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状况相适应。

二、全面理解珍惜自己的选举权利

1. 公民参与民主选举的意义
( 1) 公民只有不断提高参与民主选举的素养，行使好民

主选举的权利，才能更好地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
经济和文化事务。

( 2) 是否积极参加选举、认真行使这一权利，是衡量公民
参与感、责任感的重要尺度。

( 3) 公民怎样行使好这一权利，是公民政治参与能力和
政治素养高低的体现。

2. 怎样珍惜自己的选举权利
( 1) 公民应不断提高参与民主选举的素养，选出真正代

表人民利益的人。

( 2) 公民应积极参加民主选举，增强公民意识和主人翁
意识，增强参与感和责任感。

( 3) 公民行使选举权利应出于公心，以人民利益为重，公
民应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参与能力，提高政治素养，在周全考
虑、理性判断的基础上，郑重投出自己神圣的一票。

例 1 ( 2009·辽宁) 在某省 2007 年的村民委员会换届选
举中，有的实行指定候选人的差额选举，有的实行“海选”( 不
指定候选人的选举) 。与差额选举相比，“海选”的局限性主
要在于 ( )

①增加了选举成本
②加剧了被选举人之间的竞争
③不利于选民意愿的集中
④不利于增强选举结果的合理性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③④

［解析］ 本题考查我国的选举方式，意在考查学生对基本观
点的理解和对材料信息的把握。不指定候选人的海选与差额
选举相比，其局限性即差额选举的优点，差额选举有利于集中
选民意愿，增强选举结果的合理性，据此，答案为 D。①是直
接选举的局限性，不选;差额选举在被选举人之间形成了相应
的竞争，②不选。
［答案］ D
例 2 漫画《投出理性一票》告诉我们 ( )

A. 只要积极参加选举，认真行使这一权利，就能满足自
己的心愿

B. 只有公民珍惜自己的选举权利，才能选出代表人民利
益和意志的人

C. 参加选举的态度和能力，是影响选举效果的决定
因素

D. 如此认真没有必要，因为选举与普通老百姓关系
不大

［解析］ 本题考查公民参与民主选举的意义。满足个人心
愿，不是选举的目的，故 A 项错误。参加选举的态度和能力
是重要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故 C 项错误。D 项说法错误。
正确选项应是 B。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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